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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摆在您面前的，是一部从人的发展角度研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著作，也是笔者这些年来探索“
人本制度经济学”阶段性成果的结晶。
简要概括本书的思想，即是：以人的发展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理念；通过改革“促进”人的发展
——而且是“每个人”尽可能的“自由的全面发展”。
贯穿其中的思想脉络，就是“人本导向的体制创新理论”，简称“人本体制论”。
　　“人本体制论”的内在逻辑是：以“人本实质论”（人本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
自由的全面发展）为核心范畴，以“人的三层含义论”（横向上“全体人民”、纵向上“多代人”、
内核上“多需人”）为分析出发点，以“双线均衡”理论（即寻求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“均
衡点”）为贯穿性线索，着力揭示“三个解放”（即解放生产力、解放生产关系、解放人的自身）之
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过程，在此基础上，阐述中国现阶段上下内外“四方位”经济体制创新的“路线
图”构架，并着眼于中国下一个30年，就更大范围内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“五
环式”的体制改革提出思路，从而为中国下一阶段人的发展提供新的体制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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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以“人本实质论”（人本问题的实质在于人的自身解放和每个人自由的全面发展）为核心范畴；
以“人的三层含义论”（横向上“全体人民”、纵向上“多代人”、内核上“多需人”）为分析出发
点；以“双线均衡”理论（即寻求市场化与社会公正之间的最佳“均衡点”）为贯穿性线索；着力揭
示“三个解放”（即解放生产力、解放生产关系、解放人的自身）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过程。
在此基础上，阐述中国现阶段上下内外“四方位”经济体制创新的“路线图”构架。
着眼于中国下一个30年，就更大范围内的经济、政治、社会、文化和生态环境制度“五环式”的体制
改革提出思路，从而为中国下一阶段人的发展提供新的体制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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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常修泽，山东省惠民县人，长期在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机构从事经济理论与实践研究。
譬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所长、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等。
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中国经济学术基金（香港）学术
委员会副秘书长等职。
　　作者主要研究领域：制度创新、产权理论、中国发展转型问题。
著有《现代企业创新论——中国企业翩度创新研究》（国家社科重点科研项目）《产权交易理论与运
作》《中国；“换体”的革命》等著作。
在研究中注重“人”自身的发展及其价值实现，代表作有《论当代中国“人”的自身发展问题》，并
为转轨经济学专业博士生讲授《人本制度经济学专题研究》。
　　本书是作者多年对此问题研究的结晶。

Page 4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人本体制论>>

书籍目录

前言第一篇 导论 当代中国人的发展：理论与现实第一章 理论：追求人的自身发展是现代人类文明发
展的基本价值取向一、促进“每个人的自由发展”是马克思主义的精华二、关注人的自身发展是当代
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理念三、注重人的自身发展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的内在属性第二章 
辨析：关于几个问题的讨论一、“历史唯心论”，还是“历史唯物论”二、“人本工具论”，还是“
人本实质论”三、“低端人本论”，还是“高端人本论”第三章 现实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人自身发展
方面的进展与存在的差距一、中国“第二次革命”促进人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二、在人的自身发展方
面取得的成效三、在人的自身发展方面存在的问题第四章 方略：从五个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一、从
经济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二、从社会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三、从文化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四、
从政治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五、从“天人关系”的和谐方面促进人的自身发展第二篇 “人本体制
论"的探索历程第五章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探索：人本体制论的初始构想一、“社会主义人本经济学
”的初步构想——课题申请报告（1986）二、“换体”论——关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的
研究（1992-1993）[附]笔谈：市场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将使人获得一次新的解放（1992）三、独立的人
格力量和自主的经济力量初露端倪（1998）第六章 21世纪初期的探索：“人本体制论”之雏形一、由
中国改革评估引起的对改革战略的思考（2001）二、“按贡献参与分配”的主体是谁（2002）三、关
于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二十点意见（2003）四、树立新的改革观（2003）五、改革面对的三种力量
和三个着力点（2004）第三篇 人本体制创新的总体构思和战略提升第七章 人本体制创新的“路线图”
构思一、上——以职能转换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二、下——在关键性的微观基础和市场体系
领域推进体制创新三、内——着力推进民生性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体制创新四、外——从“
参与”和“应对”经济全球化两方面推进整个体制创新[附]“十一五”规划应突出制度创新（2005）
第八章 “人”的科学涵义与改革战略提升一、“人”的三层含义与基本公共服务平等化二、经济改革
战略提升的思路三、体制创新的共建与共享第四篇 人文价值取向的政府转型第九章 人文价值取向与
基础制度规范：政府转型的深层问题一、确立“公共利益关怀”的价值取向，克服“政府部门利益化
”倾向二、确立“公平交易”的价值取向，克服滥用行政权力、实行行政垄断的问题三、确立“独立
分治”的价值取向，解决政府与企业、国资、事业和中介组织交叉、混同的制度性问题[附1]北欧国家
打造“善治”政府、实行公共服务的考察报告[附2]北欧经济社会考察引出的思考第十章 中国现阶段
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一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及其实行的客观必然性二、现阶段实行基本
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内容三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保障[附]政府提供公共品也可采用“公私
伙伴关系（PPP）”机制第十一章 中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宏观分析一、服务型政府的涵义及其主要标
志二、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的要求三、中国现阶段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主要内
容四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体制安排[附1]地方政府改革试验问答录[附2]行政体改“三虑”第五篇 人的
主体性与企业制度创新第十二章 21世纪初期中国企业创新探讨一、中国企业创新面临的新挑战二、中
国未来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趋势分析三、进一步推进企业创新的思考第十三章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：完
善市场经济体制新课题一、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提出：针对传统所有制结构的弊端二、发展混合所有制
经济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三、如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第十四章 构筑充满活力的微观
经济基础一、着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、积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三、切实放宽民营资本的市场准入
第十五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、方略和理论思考一、前一段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进展及其存在的
矛盾二、下一步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四大方略三、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若干深层问题的理
论思考第十六章 用创新思维推进企业管理人员的相关制度建设一、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
：从宏观上为国有企业家“定位”二、国有企业自身的制度改革：为企业家的成长创造体制支撑三、
关于中国企业家的市场化选择机制问题四、关于建立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和考核体系问题第
六篇 人本导向的社会体制安排第十七章 和谐社会的价值、特征和构建思路一、和谐社会的价值判断
二、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三、创建和谐社会的几点思路第十八章 和谐社会的体系、关键和经济着力点
一、科学的和谐社会是三个统一体的综合体系二、和谐社会的关键：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妥善
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三、经济领域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个着力点第十九章 社会公平与收入分配一、社会公
平与市场化改革兼容二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与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三、资源环境产权制度缺陷对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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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分配的影响及其治理方略[附]欧洲五国经济社会新动向及启示第二十章 民生与教育卫生体制改革一
、冷热胀缩话改革：民生角度的分析二、人的解放和自由的全面发展与教育、文化事业的改革发展三
、政府、市场、社会“共建型”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思路[附]三方共建 两方分担 双向转诊 医道清廉——
考察新加坡医疗卫生体制的启示第七篇 结论篇第二十一章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：人的发展角度研究
一、改革的历史过程：同时是促进人自身发展的过程二、改革的主要进展：为促进人的自身发展准备
制度条件三、改革的重要成果：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和积极变化四、改革的基本经验：把促进人的自身
发展作为改革的核心价值五、改革的未来任务：深化五大领域改革，为促进人的自身发展提供新的体
制保障附录 访谈录：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都关乎社会的进步（节选）参考文献作者与本书相关论文
索引后记

Page 6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人本体制论>>

章节摘录

　　背景：2007年4月以来，浙江省富阳市设立了13个“专委会”。
按照制度设计，专委会是在现有的政府架构上虚设的协调执行机构，不行使重大事项的决策权，主要
是针对专项工作，决策前统筹整合资源、协调部门力量；决策后检查督促和落实。
当地希望借此淡化部门概念，打破部门壁垒，建立一种“大计划、大财政、大国土、大三农、大工业
、大商贸、大规划、大建设、大交通、大环保、大社保、大监管”的格局。
专委会运行至今，成效初露，也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。
　　2008年3月22日，笔者专程赴富阳调研，并参加“专委会制度改革与实践”研讨会，就政府改革问
题与当地市委和政府作深入交流。
会后接受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社会处丁凯同志的访谈，以下问答即在此基础上展开。
　　问：“天下佳山水，古今推富春”。
欢迎常老师来富阳。
您是研究经济转型的专家。
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，富阳此次推行“专委会”，尝试县级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创新，引发全国性关
注，不是偶然的吧？
　　答：并非偶然。
如果我们置身于改革开放30年轨迹的背景下，可以看到“专委会”试验的意义所在。
前20多年，中国改革的主战场是在经济体制领域，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模式。
对于浙江来说，最突出的是“温州模式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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